
调整心态收集资料提前复习为2010年考研准备考研 PDF转换

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1/2021_2022__E8_B0_83_E

6_95_B4_E5_BF_83_E6_c73_641285.htm 2010年的考研又进入倒

计时了，很多考研学子也在积极备考。专家指出，考研前的

准备工作相当于情报搜集阶段，是极其必要的。由于不同学

校、不同专业的试题风格、报考情况、录取情况都大不相同

，考生要在考前收集大量资料，然后再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取

舍，确定目标，为自己的考研复习奠定良好基础，百考试题

。 考前状态要调整好 在考研的漫漫征程中，良好的身心状态

至关重要。考研的压力不只来自考试本身，考前的信心蓄积

也不容易。应当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努力后的成功。应届

生考研还有一个顾虑，就是怕考前复习占用了找工作的时间

。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不少同学就是在考研结束后找到工作

的。 另外，准备考研的同学要学会放松自己，尽量给自己减

少压力。生活要有规律，学习时间不必安排得过于紧张。有

些同学为了考研整日起早摸黑，事实上，长时间的学习很难

保持头脑清醒。而且自我施压太大，睡眠不足，用脑过度，

学习效果反而不高。专家建议考生在考研征途上贯彻四个“

好”，即：“跑(锻炼)好”、“睡(休息)好”、“吃(营养)好

”、第四才是“学(复习)好”。一些考生就是以这四“好”

为原则，考上了自己理想的院校，从某些程度上证明了“状

态优先”是一条不错的经验。 另外，吸取别人的经验教训，

求得良好的复习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但考研的竞争归根结底

是应考者投入辛劳的较量。成功最终属于所有愿意下苦功或

正在下苦功的考研者。 注重信息的收集 专家指出，考研前考



生需要重点收集以下三类信息： 招生专业目录。专业目录是

考生报考的依据，也是全部复习计划的依据。由于近几年高

校改革力度加大，院系合并和专业调整十分频繁，专业名称

也多有变化，广大考生需要格外注意，免得早就瞅准的专业

突然改名更姓，不知去向了。招生专业目录公布后，考生应

及时与招生单位联系，索取或购买目录，最终确定自己的报

考方向。 公共课考试内容与题型。这里的公共课指全国统考

的科目，包括政治、英语、俄语、日语和专业基础课。这些

科目的考试知识点和考试要求在每年出版的各科考试大纲上

有详细规定。由于日语、俄语、数学等科目的大纲一般变动

不大，因此可以参照前一年的大纲；而对于一些变动较大的

科目，则必须以新大纲为准进行复习。 专业课考试内容与题

型。公共课有大纲，或早或晚总还能明确复习范围，但专业

课却基本上没有什么书面的复习纲要可以提供给考生，有关

政策禁止招生单位给考生划定考试范围，需要自己去多方打

听。因为专业课涉及的往往不单是一门课程，教科书也有多

本，复习量极大。 确定报考专业和学校 在决定考研后，考生

面临着又一个重大选择：报考哪一个学校哪一个专业的研究

生。这一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考生考研的成败。到底是

先选择学校还是先选择专业，这个问题没有定论，因人而异

。大多数人是选择自己要报考的专业，然后再查看哪些学校

设有这些专业，从中选择一个合适的学校。但也有人认准了

一个学校，即使其中的专业与自己现在所学有一定差距也要

选，志在必得。 但是，专家建议考生先专业后学校。原因有

以下两点：一是倘若考生选择了自已理想的学校，但所报考

专业与自已本科专业相差甚远，这无疑在专业课上增加了自



己考试的难度；二是即使选择了自己理想的学校，所选学校

不一定有考生喜欢的专业或干脆是考生不了解甚至不适合自

己的专业，那么考生无法把握对其专业有无兴趣，这样也许

会耽搁前程。 各科提早进行复习准备 考研的课程比较多，每

门课的特点不同，且内容丰富，因此，采用考生正确的复习

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但考生需清醒地认识到，由于时间紧，

复习内容多，任务重，总体指导原则应是主要靠考生自己逐

渐消化来进行循序渐进式的量积累。数学是考研五门课当中

难度最大，最容易出现“单科不及格”的课程，专家提醒应

届考生高度重视。数学需大量做题，不能眼高手低，做题时

要完整、认真演算，过一段时间后翻出来再看几遍。英语也

是考研四门课中单科通过率偏低的一门，很多考生“栽”在

它上面。如果准备较早、时间又充裕的话，最好主攻词汇和

强化英语的阅读能力，多看一些英文读物，不要局限于一本

参考书。政治考的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关键在于

活学活用。考试中要求的就是运用基本原理分析、解决一些

具体问题。 专业课由各高校独立命题，因而各具特色，要是

有专业课辅导班，考生可以考虑去上一个。另外，还有一个

好方法是，尽早把往年的专业课考题拿到手，认真分析，摸

清出题思路，从而把握复习重点。同时一定要注意选用该校

指定的专业课教材。由于专业课内容涉及的范围广泛，所以

适当看一些教材和复习参考书之外的专业书籍、专业期刊也

很有必要。 相关推荐： 专家提醒：莫入考研院校选择的误区 

专家建议警惕考研孤独症 2010年考研政治6月复习精华资料汇

总 考研路上九大误区总结看看你占了几个 2010年考研数学6

月复习精华资料汇总 新生必读：2010年考研报考知识全集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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